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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质化分组用于护理本科生翻转课堂教学实践

贾佳,柯丽,李萍,洪梅

摘要:目的
 

评价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异质化分组用于《母婴儿童护理学》翻转课堂教学的效果。方法
 

选取护理本科大三学生119
人为研究对象,随机选择1班59人为对照组,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10组,每组5~6人;2班60人为研究组,基于多元智能理

论,根据学生的语言、数理逻辑、人际、肢体运动和自我认识智能测评进行异质性分组,分为10组,每组6人,两组均采用翻转课堂

进行教学。结果
 

课程结束后,研究组的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,且研究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、学习投入、学习收获

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(均P<0.05)。结论
 

基于异质化分组的翻转课堂教学用于《母婴儿童护理学》,有利于提高学

生的学习成绩,提升其学习能力及学习兴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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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已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

教学形式,将学生的学习方式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

以学习者为中心,增加了学生的参与度。翻转课堂过

程中有大量的小组互动,然而小组互动的有效性受到

诸多因素影响,其中分组方法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

之一[1]。多元智能理论提出,每个人身上都拥有语

言、音乐、数理逻辑、空间、肢体运动、自我认识、人际

和自然观察8种智能,不同个体的智能表现形式和程

度有差异,也有属于自己的优势智能[2]。其核心就是

从人的智力结构出发,使个体充分发挥在优势智能领

域中的潜能,实现学生发展的多元化[3]。国外基于多

元智能理论分组的翻转课堂教学已在生物学、神经科

学、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实施,均显示有利于学生充分

发挥个人特长,使组员在合作中能发挥更好的作

用[4-5],弥补翻转课堂中学生课堂参与动力不足、效率

低等问题。国内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异质化分组教

学仅在医学遗传学[6]、大学英语[7]中进行教学实践。
本研究在《母婴儿童护理学》课程中实施基于多元智

能理论的异质化分组的翻转课堂教学,效果较满意,
报告如下。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 2021年2~7月,整群选择我校四年制

护理本科三年级2个班共119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,
随机抽取1班59人为对照组,2班60人为研究组。
两组学生性别、年龄及前期护理专业核心课程成绩比

较,见表1。

1.2 方法

《母婴儿童护理学》在护理本科学生大三第2学

期开展教学。两组教材、教学大纲、教学内容、总学时

相同,并且由相同的教师团队授课。两组均采用翻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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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堂教学方法。
表1 两组学生性别、年龄及前期护理专业核心课程成绩比较

组别 人数
性别(人)

男 女

年龄

(岁,x±s)
专业课成绩(分,x±s)

护理学基础 健康评估 成人健康护理学(上)
对照组 59 4 55 20.95±0.89 80.39±4.60 80.70±4.82 80.05±4.29
研究组 60 5 55 21.07±0.98 81.25±5.73 79.01±5.40 80.63±4.71
χ2/t     0.000 0.411 0.902 1.802 0.702
P     1.000 0.460 0.369 0.074 0.484

1.2.1 分组方法

1.2.1.1 对照组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10组,每
组5~6人,每组固定1名组长负责组织成员完成相

关教学任务。
1.2.1.2 研究组 采用多元异质化分组。据报道,
翻转课堂中的语言智能、数理逻辑智能和人际智能具

有更显著的发展潜力[5]。根据护理学科的特殊性,本
研究选取语言、数理逻辑、人际、肢体运动和自我认识

智能进行异质性分组。首先采用多元智能测评问

卷[8]对学生的5种智能进行测评,再根据5种智能得

分,遵循组间同质、组内异质的原则,将学生分成10
组,每组6人,且包含各项优势和弱势智能学生。具

体分组方法:①以学号为学生编号,将学生5种智能

测评的5个分数分别由高到低排序,每种智能排名前

15的学生划为优势智能,最后15名的学生划为弱势

智能,其余30名为中等智能。②然后将学生分为四

个层次,4~5种智能表现优势者为A层次,3种智能

表现优势者为B层次,2种智能表现优势者为C层

次,0~1种智能表现优势者为D层次。各层次学生

分布:A层11人,B层24人,C层15人,D层10人。
将A层按每组1~2人、B层按每组2~3人、C层按

每组1~2人、D层按每组1人分别随机分到10个小

组中,最终每组6名学生,保证各组智能分布情况基

本均衡。
1.2.2 翻转教学实施 ①翻转课程内容。根据教学

内容进度,在《母婴儿童护理学》课程中开展8次翻转

课堂教学,贯穿整个学期。第1次翻转内容为正常产

褥期和异常产褥期管理,第2次为分娩期并发症妇女

的护理,第3次为儿童及其家庭的健康促进,第4次

为高危新生儿的护理,第5次为儿童营养及喂养,第6
次为呼吸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,第7次为循环系统疾

病患儿的护理,第8次为泌尿、造血系统疾病患儿的

护理。②课前准备阶段。教师在授课前1周通过“超
星学习通”平台发布课前学习任务清单,包括学习目

标、学习任务、拓展资源等。学生通过“学银在线官

网”注册账号自行观看视频完成课前任务,并上传至

“超星学习通”。教师授课前2
 

d收集学生课前学习

阶段存在的问题。教师根据翻转内容设置不同形式

的小组合作任务,如第4次翻转课堂小组学习任务如

下:设计新生儿败血症案例讨论,进行病因和临床表

现分析,提出护理诊断,制订护理措施(2、4、6、8、10
组完成);设计败血症家属的健康教育,学生进行课堂

角色扮演,完成汇报(1、3、5、7、9组完成);设计新生

儿体格检查操作(1~10组均需完成)。在安排小组

组员任务时,对照组自由分配组内任务内容,而研究

组则由母儿教研室4名教师将合作内容分解成多类

任务,具体到语言、数理逻辑、肢体运动、人际、自我认

识智能任务,并根据多元智能测评问卷[8]评分分配到

有对应优势智能的组员,发挥各智能优势的学生在小

组中的作用。③课堂内化教学阶段。授课前10
 

min
教师将学生课前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反馈和解惑。
然后组织学生按照分配好的小组进行小组汇报、角色

扮演、小组讨论等展示活动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

引导和答疑。④课堂总结和评价阶段。课堂活动结

束后,由各组学生总结本组在本次教学活动中的收

获及存在的主要问题,组内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评

分。并使用学习评价表对其他小组成员的表现评分

进行组间互评。在此基础上,教师进一步进行总结

和评价(包括学生资料收集情况、发言内容、参与活

动的积极性等方面),并提出课后复习和拓展阅读文

献的要求。
1.2.3 评价方法 ①成绩评价。理论知识考核,课
程结束后,选择同一时间对两组学生采用相同试卷进

行闭卷考试,时长2
 

h,满分100分。操作技能考核,
两组均通过抽签方式,从相同操作项目中抽取考核内

容,现场操作。内容包括产前检查、小儿体格检查等

10项。采用统一的技能操作评分表评分,满分100
分。②自主学习能力。采用护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

量表[9]进行评价,包括计划和实施(6项)、学习动机

(6项)、人际沟通(4项)、自我管理(4项)4个维度共

20个条目。使用5级评分法计算分值,从“完全不同

意”至“完全同意”依次赋1~5分,总分20~100分,
分值越高代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越强。③学习投入。
采用汪雅霜[10]编制的大学生学习投入量表进行评

价,包括行为投入(5项)、认知投入(4项)、情感投入

(3项)3个维度共12个条目。使用5级评分法计算

分值,从“完全不同意”至“完全同意”依次赋1~5分,
总分12~60分,分值越高代表学生学习投入越高。
④学习收获。采用王芳[11]编制的大学生学习收获量

表进行评价,包括认知收获(2项)、技能收获(5项)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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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感态度价值观收获(5项)3个维度共12个条目,另
有1题评价总体学习收获(1项),使用6级评分法计

算分值,从“完全不同意”至“完全同意”依次赋1~6
分,总分13~78分,分值越高代表学生学习收获越

多。在课程开始前后,分别以班级为单位通过问卷星

收集以上各项资料。
1.2.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.0软件进行χ2

检验及t检验。检验水准α=0.05。
2 结果

2.1 两组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2。
   表2 两组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  分,x±s

组别 人数 理论考核 操作考核

对照组 59 82.26±6.17 81.41±7.65
研究组 60 86.27±3.27 84.49±6.84

t 4.448 2.321
P <0.001 0.022

2.2 两组教学前后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 见表

3。
2.3 两组教学前后学习投入得分比较 见表4。
2.4 两组教学前后学习收获得分比较 见表5。

3 讨论

3.1 异质化分组的翻转课堂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成

绩 本研究结果显示,研究组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显

著高于对照组(均P<0.05),说明异质化分组的翻转

课堂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成绩,在相同的教学模式、
教学内容、教师团队等前提下,合理的学生分组可以

取得更好的学习结果。邱定荣等[12]发现,翻转课堂

教学模式在护理学教学中能够提高护生的综合成绩,
还可有效提高教学效果。但是,也有研究显示翻转课

堂中存在孤立完成任务、消极地交流与反思、分散式

领导、小组讨论不积极等问题[13]。何艳霞等[14]研究

证实,多元智能理论应用于翻转教学中能够提高教学

效果和课堂效率,改善翻转课堂教学中的不足。本研

究中研究组在翻转课堂教学中基于多元智能的异质

化分组模式,通过结合不同认知风格的学生,发挥不

同认知类型学生的优势,促进学生认知风格的相互强

化,从而提高了学习效果。并且在这个过程中,小组

成员在小组内能够发挥自己优势智能的领域,这样不

仅利于学生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

展方向,从而提高个人参与度,而且也利于学生获得

学习知识的成就感和增强学习的动机。
表3 两组教学前后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 分,x±s

组别 人数
学习动机

教学前 教学后

计划与实施

教学前 教学后

自我管理

教学前 教学后

人际沟通

教学前 教学后

总分

教学前 教学后

对照组 59 22.32±4.0722.55±2.36 22.36±3.7222.57±2.77 15.14±2.4415.01±1.81 14.97±2.3815.20±1.70 74.78±11.77 75.32±8.35
研究组 60 22.73±3.1623.65±3.09 22.57±3.2323.82±3.11 15.38±1.8415.78±1.87 15.38±2.0615.90±1.91 76.07±9.05 79.03±8.89

t 0.616 2.161 0.330 2.294 0.625 2.263 1.022 2.095 0.669 2.345
P 0.539 0.033 0.742 0.024 0.533 0.025 0.309 0.038 0.505 0.021

表4 两组教学前后学习投入得分比较 分,x±s

组别 人数
行为投入

教学前 教学后

认知投入

教学前 教学后

情感投入

教学前 教学后

总分

教学前 教学后

对照组 59 17.47±3.76 17.93±3.73 14.74±2.55 14.34±2.99 10.89±2.21 10.69±2.28 43.12±8.05 41.93±5.19
研究组 60 16.70±2.83 19.55±4.13 14.58±1.91 15.72±2.64 11.05±1.82 11.87±2.12 42.33±5.61 45.72±6.76
t 1.271 2.241 0.393 2.660 0.408 2.907 0.618 3.422
P 0.206 0.027 0.695 0.009 0.684 0.004 0.538 0.001

表5 两组教学前后学习收获得分比较 分,x±s

组别 人数
认知收获

教学前 教学后

技能收获

教学前 教学后

情感态度价值观收获

教学前 教学后

总体学习收获

教学前 教学后

总分

教学前 教学后

对照组 59 9.03±1.74 9.35±1.32 23.52±4.2823.44±3.67 23.20±4.16 23.64±3.14 4.71±0.96 4.76±0.89 60.47±10.71 61.53±7.94
研究组 60 9.38±1.35 9.98±1.38 24.33±3.2925.18±3.17 23.85±3.12 24.98±2.95 4.85±0.79 5.00±0.66 62.41±8.00 65.08±7.73

t 1.223 2.527 1.155 2.774 0.958 2.395 2.085 4.129 1.122 2.477
P 0.224 0.013 0.251 0.006 0.340 0.018 0.151 0.044 0.264 0.015

3.2 异质化分组的翻转课堂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

自主学习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,课程教学后研究组

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各维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(均

P<0.05),表明异质化分组的翻转课堂教学有助于

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。翻转课堂教学重在教学

过程中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,通
过异质化分组使翻转课堂可以更好地利用教学动态

因素的交互作用,加强群体互动。这种分组模式在翻

转课堂教学中既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优势智能,又能深

层次地提高学生的劣势智能,每组语言智能优势学生

可以带动其他组员一起勇于表达自我;在课外任务合

作中,每组中人际智能优势和数理逻辑智能优势的学

生可以更合理地组织协调本组的任务合作;在讨论环

节中,每组中自我认识智能优势的学生可以更好地调

动组员思维的积极性,设计引导同组成员进行反省。
因此,异质化分组更能使学生的沟通能力、发现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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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决问题能力得到提高,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

能力。
3.3 异质化分组的翻转课堂教学有助于增加学生学

习投入和收获 本研究结果显示,课程教学后研究组

学习投入及学习收获总分和各维度评分显著高于对

照组(均P<0.05),表明异质化分组的翻转课堂教学

有助于增加学生学习投入和收获。可能因为该分组

模式的优势驱动,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同伴交流、知识

验证、参与学习和解决问题的实践机会。本研究中研

究组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,研究表明,
学生独立自主学习能力越强,其学习投入越多,越容

易获得正向学习收获[15-16]。研究组学生可以根据自

己的优势智能在小组建设和发展方面贡献力量,在共

享、共有思想的指引下小组成员相互帮扶,从而更加

积极地参与翻转课堂教学,如案例场景、小组问题讨

论、反思等,对问题的理解和对知识的应用更加深刻。
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优劣势智能情况对学生进行

针对性指导,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,调动

其主动性和积极性。这种同伴学习和师生互助有利

于促进学生学习投入,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学习知识、
充实自己,学习收获更多,从而形成良性的闭环式学

习循环。
4 小结

本研究发现,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异质化分组用

于《母婴儿童护理学》翻转课堂教学,有利于提高学生

的自主学习能力、增加学生的学习投入和收获,从而

提高学生课程成绩。这种分组模式也对教师在课堂

管理、教学引导和课程设计等方面的能力提出了挑

战。未来有必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此教学模式在

护理专业其他课程中的适用性和教学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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